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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试验研究了酸枣组培快繁体系优化过程中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休眠期水培新梢是酸枣快繁启动培养 

的适宜外植体，应采用 70％ HsOH+0．1％HgCI：浸泡6～8 min的方法进行表面消毒；增殖培养以20 d或30 d 

为一个继代周期为宜；暗培养 10 d可以显著促进试管苗生根，而基部刻伤对试管苗生根率和生根条数无明显影 

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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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Factors influencing micropropagation were optimized for wild jujube(ZiziphMs acidoj M一 

施 C．Y．Cheng et M．J．Liu)．The new shoots from dormancy I)ranch stem cultured in water were 

ideal explants during initiation culture．Explants could be rinsed with 70％ce OH for 30 see and 

then mith 0．1％HgC12 for 6—8 min to establish sterilized system．Subculture period was 20 or 30 d 

during efficient proliferation．While the growth of roots was obviously accelerated by dark culture 

f。r 10 d．the rooting rate and amount Of roots every shoo t were not efficiently influenced by wound 

at shoot b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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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枣(Ziziphus acidojujuba C．Y．Cheng et M． 

J．Liu)原产我国，是栽培枣( ．jujuba Mil1．)的优 

良砧木，也是我国重点管理中药材。通过组培快繁 

优异种质，是达到产业化栽培生产的必由之路。在 

已有酸枣组培快繁研究中，已经实现了植株再 

生 一 ，为长期以来一直处于野生状态酸枣的高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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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质栽培奠定了初步基础。但酸枣的快繁技术体系 

有待进一步优化，以提高繁殖效率和进行标准化生 

产。试验针对无菌培养体系的初步建立到诱导生根 

过程的几个影响因素进行研究。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 

以河北农业大学中国枣研究中心酸枣种质资源 

圃内优选酸枣和组培室内优选酸枣组培苗为试材。 

1．2 方法 

(1)取休眠期 5号酸枣一年生枝条带回室内水 

培(枝条底部浸在洁净的自来水中，每 2 d换一次 

水，4 d时截去枝条底部0．5 cm)，待休眠芽萌发出 

约1．0 crfi新梢后，剪下，用水冲洗干净，接种于附加 

有不同BA、IBA浓度的MS启动培养基上。生长期 

从田问采集外植体，消毒后接种于培．养基上。每处 

理接种材料30个以上，生长 15 d后，比较外植体的 

不同采样时期和不同消毒方法对启动培养的影响， 

30 d后比较外植体类型和生长调节剂对启动培养 

的影响。 

(2)以1号和4号酸枣继代6～8次组培苗为试 

材，将达到一定生长量的材料切成双芽茎段接种于 

MS+BA2．0 mc／L的继代培养基上，比较不同培养 

天数(10、20、30和40 d)的增殖结果。 

本实验室计算增殖系数方法为：增殖系数：能 

获得的双芽茎段数／接种时的双芽茎段数。 

(3)使用 IBA浓度 0．5 mg／L的 1／2 MS培养 

基，培养达到一定生长量(2．5 cm左右)的无根苗。 

进行暗培养5，10，15 d后取出至光下培养 每次间 

隔5 d观察统计一次。比较不同光照处理对试管苗 

生根的影响。在基部茎段上刻伤接入，接好后先暗 

培养10 d，然后置于光下培养。30 d时统计生根情 

况。比较创伤对生根的影响。 

启动和继代繁殖所用基本培养基为 MS，蔗糖 

30 g／L，琼脂 3．5 g／L。生根培养基为 1／2 MS培养 

基，所有营养元素减半，蔗糖20 L，琼脂 3．5 L。 

pH5．8，培养温度25--281S，光照周期为 14 h光／lo 

h暗，光照强度 1 500 lx。 

2 结果与分析 

2．1 消毒方法和外植体采样时期对启动培养的影 

响 

通过对休眠期水培获得的外植体进行不同消毒 

时间的试验表明，用 70％ H5OH十0．1％HgC12消 

毒6 rain和8 rain，成活率可达到83．3％、88．3％，与 

消毒4 rain的处理相比较成活率差异显著(表1)。 

表 1 休眠期消毒方法对启动培养的影响 

Table 1 Effects of sterilizing method during dormancy 

period on initiation culture 

生长初期使用 不同的消毒方法时，70％ 

C，H 0H十0．1％HgC12消毒 8 rain的处理与 2％ 

NaCIO处理 10 rain的处理结果差异显著，与其它处 

理差异不显著，综合比较以70％ H5OH十0．1％ 

HgC1 消毒8 rain启动培养的成活率最高，2％ Na— 

C1O最差(表 2)。 

表2 生长初期消毒方法对启动培养的影响 

Table 2 Effects of sterilizing method during be~nning of 

growing  period on initiation culture 

在生长旺盛期，使用两种消毒方法，不同消毒时 

间对外植体进行处理，四种处理之间结果表现明显 

差异，以70％ H5OH十0．1％HgC12消毒8 rain的 

处理启动成活率最高，达到32．5％(表3)。 

表3 生长旺盛期消毒方法对启动培养的影响 

Table 3 Effects of sterilizing me thod during fast—-growing  

period  on initiation culture 

2．2 外植体和生长调节剂对启动培养的影响 

不同的外植体(枣头茎尖、枣吊尖、二次枝茎尖 

和水培新梢茎尖)在启动培养时新生主茎平均长度 

存在差异(表 4)。其中，以水培萌发获得的新梢为 

试材时，培养效果最好，新生主茎平均长度达到3．5 

cm，据观察枣头茎尖顶端黄化程度明显轻于枣吊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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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2次枝茎尖。综合比较，以水培萌发获得的新梢 

茎尖为外植体，采用 MS+BA1．0 mg／L+NAA0．1 

mg／L培养基进行启动培养为宜。 

表4 外植体和生长调节剂对启动培养的影响 

Table 4 Effects ofdifferent explants and 

regulators Oil initiation culture 

2．3 继代时间和基因型对增殖的影响 

1号酸枣采用不同继代时间时，继代 30 d和 

40 d的增殖系数差异不显著(表 5)，但对于工厂化 

育苗来讲，应考虑年增殖系数，继代时间为30 d的 

理论年增殖系数(3．38×10 )是40 d(7．88×10 )的 

41．89倍。而4号酸枣虽然继代时间为30 d和40 d 

的增殖系数差异不显著，与继代时间为20 d增殖系 

数差异表现显著，当继代时间为20 d时，理论年增 

殖系数达到1．46×10 ，是30 d(理论年增殖系数为 

1．15×10。)和40 d(理论年增殖系数为6．07×10。) 

的11．70倍和239．53倍。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工厂化育苗时，酸枣 1号 

的继代时间以30 d为宜，酸枣4号的继代时间以20 

d为宜，不同的基因型因其最适继代时间不同，所以 

增殖效果也表现出明显差异。 

表5 继代时间和基因型对增殖的影响 

Table 5 Efl酏 of subculture period and 

genotype on proliferation 

继代躅期／d fici朗 

Subc ure p od 一— [1 『_——— 

2．4 光照对生根的影响 

光照条件显著影响酸枣组培苗生根(表 6)。暗 

培养时间过长或过短都不利于出根，以暗培养10 d 

效果最好，在4 d时首先出根，30 d时生根率达到了 

88％。在光下直接生长的试管苗生长较慢，且根长 

较短，而暗培养15 d时，不仅生根率下降，而且试管 

苗出现黄化，节间增长，出现生长不良现象。因此， 

以暗培养10 d促进生根效果最好。 

表6 光照对试管苗生根的影响 

Table 6 Effects oflight OIl rooting culture 

2．5 刻伤处理对生根的影响 

基部刻伤处理与未处理的酸枣试管苗，在生根 

率和平均生根条数上经统计分析差异不显著。但观 

察发现，刻伤过的酸枣组培苗的根周围无大块愈伤 

组织，根长均在1 CITI以上，个别植株上可生长十几 

条根，这样的组培苗在出苗清洗时损伤较少，有效的 

减少了伤根，更有利于植株的移栽成活。 

3 讨论 

关于组织培养试验中外植体的采集时期问题， 

许多研究 ， 认为，外植体的采集时期以生长旺盛 

期最好，但本试验结果表明休眠期水培的枣头茎尖 

处理后不仅染菌率低，且生长最佳。 

(下转第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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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定。由于ELISA具有准确、灵敏、快速、特异、经 

济等特点，在医学、植物学和食品学中得到广泛应 

用。但由于ELISA建立在分子问作用力的基础上， 

影响其结果的因素很多。为了减小非特异性吸附作 

用，抗原抗体的工作浓度以及洗板的次数和洗板的 

时间都应严格控制，一般原则是，抗体和抗原的工作 

浓度越稀越能减少非特异性吸附作用；洗板时间过 

短或洗板次数过少，非特异性干扰就大。本试验初 

步用间接竞争ELISA制备了检测2，4一D多克隆抗 

体。绘制标准曲线时应注意样品稀释液及孵育温度 

和pH等工作环境的影响，这样标准曲线才可避免 

非特异性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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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认为，生长期材料，带菌多易于污染，且褐化严 

重，而 12～2月份的水培新梢，材料本身具备旺盛生 

长潜力，带菌少，褐化轻，更适合作为酸枣快繁外 

植体。 

基因型是影响快繁的内因，不同基因型之间存 

在差异 ，这给规模化组织培养带来很大的难 

度。本试验过程初步观察发现，多种基因型在启动 

培养后进行一段时间的同化培养，即将不同类型酸 

枣在相同培养基中进行适应培养，结果大多数类型 

经过驯化后可以适应相同的培养基，这大大缩短了 

快繁体系的建立时间，提高了效率，值得进一步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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